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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反覆及變種病毒出現，部分國家重啟管制措施，削弱全球經貿反彈力道，復甦前景仍具不確定性。

 IHS Markit於2020年12月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-4.0%，主要國家經濟成長率僅臺灣及中國為正成長(+2.4%、+2.1%)，其餘均為衰退。

 IHS Markit預測2021年全球經濟將恢復正成長4.5%，其中我國、美國及歐盟成長逾3%。

主要國家/地區及經濟體之經濟成長率預測

資料來源： IHS Markit, December 2020 註：(f)表預測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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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HS Markit預測2020年全球出進口分別為-9.4%、-9.3%。

 各主要國家/地區出口(部分國家為1-11月資料)多呈衰退，尤以美國、德國及日本出口衰退幅度較大。

 我國疫情控制得宜，貿易表現亮眼，出口創歷年新高。

 IHS Markit預測2021年全球出進口分別為+8.3%、+9.6%。

2020年主要國家之出進口成長率

資料來源：財政部「109年12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」新聞稿(110.1.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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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國PMI已連續6個月擴張，且12月指數續揚至61.3。

 美國12月PMI升至60.7，顯示製造業活動強勁擴張。

 歐元區12月PMI升至55.2，成長主要係德國所帶動(12 月PMI 為 58.3，創下 34 個月來新高) 。

 其他如中國(51.9)、日本(50.0)及韓國(52.9)PMI均在50榮枯線以上，顯示經濟動能仍在恢復。

資料來源：我國為國發會；其餘為investing.com

貳、重要經濟指標-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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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由於肺炎疫情相關的封鎖與限制措施，影響全球需求的復甦，西德州、布蘭特及杜拜等國際原油價格自今年初起走跌，最大減幅逾55%。

 OPEC及俄羅斯於2020年4月間達成協議，自5月起減少石油產量，國際原油價格逐漸回升。

 10月歐美疫情升溫，加上利比亞恢復產油，持續增加供給下，油價小幅下跌。

 OPEC及俄羅斯決議自2021年1月起，逐步縮小減產規模，且隨著美國通過新一輪經濟紓困協議及美國原油庫存下降，加以疫苗研發傳捷報，國

際原油價格緩步回升。
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能源局

貳、重要經濟指標-原油價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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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穀物價格漲跌幅(%)

 由於中國強勁需求、美國玉米帶的低雨量及南美遭遇乾旱危機，影響穀物供給，2020年8月起黃豆、玉米期貨價格持續走高。

 2020年8-11月間因美元走升，部分投資人拋售黃金套現，加上美國公債殖利率上升，致金價呈跌勢。12月則因美國通過新一輪經濟紓困協議，

金價溫和反彈。

資料來源：芝加哥期貨交易所；investing.com

貳、重要經濟指標-穀物及黃金價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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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國政府紛紛推出寬鬆貨幣政策及大規模財政紓困計畫、疫情加速遠距商機等新興科技應用，帶動科技業景氣持續向上，加上各國階段性重啟

經濟、疫苗研發進展樂觀，提振投資者信心等因素，促使資金湧入股市，推動主要經濟體股市上漲。

資料來源：investing.com   註：年初資料除日本為1/6外，其餘為1/2資料；年底資料除日經及德國為12/30外，其餘為12/31資料

貳、重要經濟指標-股市指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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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要經濟體多維持寬鬆貨幣政策，並持續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，主要國家央行紛紛調降利率作為因應，多維持低利率。

 疫情衝擊國際金融市場，造成貨幣匯率波動，加以美國持續擴大貨幣寬鬆，主要國際貨幣兌美元與年初相較皆呈升值。

資料來源：美國聯邦資金利率、歐元區主要再融通利率、日本基準利率、中國1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、台灣重貼現率 註：年初資料為1月2日之資料

貳、重要經濟指標-利率、匯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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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未來國際經貿發展觀察重點

遠距辦公、線上學習、宅經濟等商業模式及跨境數位貿易比例提升，數位貿易將是未來貿易推廣
與交流之重要型態。

數位貿易興起

美中貿易戰及肺炎疫情加速各國產業供應鏈重組，並分散佈局，各國將更加注重供應鏈安全、韌
性與信賴性。

供應鏈重組，注重供應鏈韌性與信賴性

各國採量化寬鬆政策並降低利率以挹注資金，增加的資金流動性能否有效仍待觀察；各國財政紓
困措施恐將提高政府債務風險。

各國寬鬆政策及財政紓困措施產生之風險

近期美中關係緊張局勢持續，從制裁華為到中芯，雙方有所衝突，未來拜登政府的對中政策仍需
密切關注。

美中貿易及科技爭端不確定性之影響

疫情再度升溫及新冠肺炎變種病毒出現，全球疫情復發風險仍存。
疫情反覆，削弱全球經濟復甦動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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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入貿易局Line@  
貿易新訊不漏接
Line ID：
@moeatrade

更多數位貿易
輔導與行銷資
源在這裡

Thank Yo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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